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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 

———基于四川种植业农户的调查与实证

熊肖雷,李冬梅

(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,四川 成都611130)

摘 要 采用四川省11个县(市)297个农户的调研数据,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对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

产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。结果表明:农户对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、兼业化程度、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

入的比例、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、政府支持政策、农户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、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和道路交通

状况是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,其中,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

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,而政府支持政策和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则是最显著的两个影响因素。提出了加大农业标

准化的宣传、推广、培训和科技配套服务力度,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,优化土地资源配置,拓展标准化农产

品销路,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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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经济学家西奥多·舒尔

茨在其《改造传统农业》一书中指出,“改造传统农业

的根本出路,在于技术创新,在于农业生产要素的再

改造”。而农业标准化集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

技术于一体,具有科技推广和科学管理的双重性,对
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,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和产

品市场竞争力十分重要,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石。
农业标准化代表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,是数量农

业向质量农业发展的腾飞之翼[1]。推进农业标准化

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现实选择[2],没有农业标准化也

就没有农业现代化。

2013年全国农业标准化研讨会提出“创新发展

农业标准化、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”,将农业标准化

置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整体蓝图,给现代农业注入

了标准化的深刻内涵。农户是农业标准化生产的主

体,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,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

产,实际上就是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,农户作为参与

主体,其标准化生产意愿直接影响到中国农业现代

化的进程和方向,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速度和效果。
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农业标准化政策措施的制

定,必须充分考虑到影响农户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

的主要因素。因此,在农业转型升级背景下,探讨农

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,对于加快

四川农业标准化推广进程,提升农业标准化水平,促
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。

国内外关于农户农业标准化生产行为影响因素

的研究,主要集中在农户的个人特征、生产经营特征

和外部环境特征等层面。农户个人特征层面。陈铭

恩等从非农就业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农户生产行为的

主要影响因素,发现农户非农收入会对农户生产行

为产生显著影响[3]。祝宏辉等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

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,发现农户的文化程度、年龄是

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显著因素[4]。娄旭海等运用

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小农户实施农业标准化生

产意愿的影响因素,发现农户对农业标准化的认知

度、组织形式,农户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农业标准化

生产意愿的显著因素[5]。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层面。
刘荣茂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角度对农户生产行

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,发现农户的农

业生产性投资受到土地规模、教育培训支出、生产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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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价格、公共投资等因素的显著影响[6]。张宝利对

杨凌示范区农户农业标准化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

行了实证研究,发现农户对农业标准化的了解程度、
农业标准化效益和生产规模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标

准化生产的主要因素[7]。王慧敏对农户农业标准化

生产行为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,农业标准化生产

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户的生产成本,但如果能够

实现规模经营,提高标准化农产品的价格,降低交易

费用,则农户的生产效益会明显提高[8]。外部环境

特征层面。Willock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了农

户的决策行为,把社会心理成本变量引入了农户生

产行为模型[9]。Bayard利用实证模型分析了经济

变量、社会变量和农户心理变量对农户生产决策的

影响,结果表明,心理变量对农户生产决策存在显著

性影响[10]。Toma等进一步指出虽然经济因素在

农户生产决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,但诸如政策、财政

压力、道德准则和价值观等社会因素对农户生产决

策行为也起着重要作用[11]。从国内的研究来看,王
芳等构建了小农户农业标准化生产行为模型,实证

分析了小农户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行为的主要影响

因素和影响程度,发现政府支持、销售难易程度、农
户对生产品种的决策方式是影响小农户实施农业标

准化生产的主要因素,而政府支持因素对小农户实

施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影响最大[12]。耿宁等以“龙头

企业+农户”的标准化实施模式为例,对农业标准化

生产中的三大利益主体(政府、企业和农户)的行为

选择关系进行了利益博弈分析,发现利益保障是农

户或企业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的诱因,在推进农业

标准化生产中政府需要给予农户和企业政策上的支

持和补贴,完善标准化法律体系、加强市场监管,保
证标准化农产品在市场上实现优质优价[13]。

关于农户生产行为的研究比较丰富,但现有研

究存在明显的不足,即在分析农户农业标准化生产

行为影响因素时,忽视了我国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就

业现状和农业标准化战略的长期性,未能把农户兼

业化程度、农户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、标
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、农户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、农
业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及农村道路交通状况等关键

因素纳入农户农业标准化影响因素分析框架,而这

些重要变量却与加快推进我国农业标准化战略和地

方实际情况紧密相关。本文基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

如何进一步加快农业标准化推广进度,提升农业标

准化水平的现实考虑,以种植业农户为视角,从经济

学的角度为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的影响因素提供一

种新的解释,以期为政府制定农业标准化相关支持

政策提供决策参考。

  一、研究假说

  本文假设农户是理性经济人,即农户在参与农

业标准化生产决策过程中,有能力在其面临的外部

限制条件下,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农业生产方式。
对农户而言,是否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,关键是看参

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是否能使自己的预期收益最大

化。本文将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

素分为3类,即农户个体特征因素、农户生产经营特

征因素和外部环境特征因素。建立农户参与农业标

准化生产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:
D(Y)=F(I,Q,E) (1)

约束条件:
愿意,Y=1
不愿意,{ Y=0

式(1)中,D(Y)表示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

意愿;I表示农户个体特征因素,包括农户的性别、
年龄、文化程度、人均纯收入、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

度;Q 表示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因素,包括兼业化程

度、人均种植规模、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

例、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;E 表示外部环境特征因

素,包括政府支持政策、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、标准

化推广培训程度和道路交通状况。由此,提出如下

假说。
假说1: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是否参与农业标准

化生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。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主

要投入要素,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,从事农业生产

的劳动时间较少,对农业生产成本的考虑较大。因

此,兼业化程度越高的农户,从事农业标准化生产的

劳动时间越少,越倾向于非农就业,参与农业标准化

生产的可能性越小。
假说2: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对农户

是否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。农户

作为理性经济人,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,在生

产方式选择的过程中,通常会考虑劳动力投入的机

会成本,会把非农就业所得收入与农业生产所得收

入作比较。因此,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

越高,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越小,农户对农业的依赖

越强,越倾向于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。
假说3: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对农户是否参

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。理性的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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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在进行生产决策时,通常会考虑投资预期收益,农
户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,在进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前,
则会更多的考虑标准化农产品的预期收益,而收益

由产量和价格决定,在产量既定的条件下,标准化农

产品的价格对预期收益起了决定作用,销路越好说

明农产品需求量越大,需求曲线向右平移,价格上

涨,收益增加。因此,标准化农产品的销路预期越

好,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。

  二、计量模型、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

  1.计量模型

根据上述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影响因

素的理论模型,将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

愿的因素用函数表示为:
y=F(X1,X2,……Xi)+μ (2)

式(2)中,X1,X2,……Xi 表示影响农户参与农

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因素,y表示农户参与农业标

准化生产意愿,μ表示随机扰动项。
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

愿,得到的结果仅有两种,即愿意参与和不愿意参

与,属于二元离散变量,不属于正态分布研究的范

畴,因此不能采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。计量经济学

中的Logistic模型是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回

归分析计量方法,在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研究中被广

泛应用。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

素,其变量之间的关系服从Logistic函数分布,适合

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。其中,因变量为

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,若农户做出愿意参

与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决策,此时因变量Y=1;反之,
若农户做出不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决策,此
时因变量Y=0。依据上述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

产意愿影响因素的函数形式(2),Logistic计量模型

可以用线性函数表示为:

Li=ln Pi

1-Pi
=α+∑

n

k=1
βkXki +μi (3)

式(3)中,Pi表示第i个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

产意愿的概率;pi

1-Pi
表示第i个农户参与农业标准

化生产意愿发生的机会比率,简称odds,Li表示第i
个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机会比率的对数

值,Li 是 解 释 变 量 Xki 的 线 性 函 数,Xki(k=1,
2,……,n)表示第k个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

产意愿的解释变量,βk 表示解释变量Xki的回归系数

值,α表示常数项,μi 表示随机扰动项。α和βk(k=1,
2,……,n)的值可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。

2.变量设定

根据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影响因素的

理论模型,本文确定的各类影响因素变量如下:
(1)农户个体特征,包括农户的性别、年龄、文化程

度、人均纯收入、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;(2)农户生

产经营特征,包括兼业化程度、人均种植规模、种植

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、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

期;(3)外部环境特征,包括政府支持政策、获取信息

的难易程度、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和道路交通状况。
变量与赋值见表1。

表1 变量与赋值

变量类型 变量 赋值
被解释变量 农户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(Y) 愿意=1;不愿意=0

解释变量

农户个体特征

性别(X1) 男=1;女=0
年龄(X2) 18岁以下=0;19~35岁=1;36~55岁=2;56岁以上=3
文化程度(X3) 没上过学=0;小学=1;初中=2;高中或中专=3;大专及以上=4
人均纯收入(X4) 5千元以下=1;5千元~1万元=2;1万元以上=3
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(X5) 非常了解=3;了解 =2;基本了解=1;不了解 =0

农户生产经营特征

兼业化程度(X6) 以非农业为主=1,以农业为主=0
人均种植规模(X7) 667m2以下=1;667~1334m2=2;1334m2以上=3
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(X8) 小于30%=1;30~50%=2;大于50%=3
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(X9) 好=3;一般=2;差=1

外部环境特征

政府支持政策 (X10) 有相关支持政策=1;无相关支持政策=0
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(X11) 容易=3;一般=2;困难=1
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(X12) 大=3;适中=2;小=1
道路交通状况(X13) 好=3;一般=2;差=1

  3.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

(1)数据来源。本文数据来源于四川省哲学社

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“四川农业标准化战略与增强

农业竞争力研究”课题组于2012年1月对四川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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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个县(市)312个农户的访谈调查。调查采用分层

抽样和多阶段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概率抽样方法,首
先,以四川省种植业的地貌特征为分层标准,从4种

地貌类型中随机抽取2种;其次,从抽取到的2种地

貌类型所包含的所有行政县(含市或区)样本中,随
机抽取11个样本;再次,在抽取到的行政县(含市或

区)中,从每个样本县(含市或区)随机抽取2~3个

行政村;最后,在抽取到的行政村中,每个样本村随

机抽取12个农户为样本农户。本次调研以访谈的

形式共向农户发放调查问卷312份,经整理获得有

效调查问卷297份,问卷有效率95.2%。
(2)描述性分析。①农户个人特征。通过对样

本特征情况的统计和整理可以看出,在297个被调

查农户中,男性215人,占总数的72.4%,女性82
人,占总数的27.6%;从年龄结构看,被调查农户的

平均年龄为50.12岁,其中:30岁以下的样本仅占

总数的2%,31~40岁的占总数的19.9%,41~50
岁的 占 总 数 的 34.7%,51~60 岁 的 占 总 数 的

28.6%,60岁以上的占总数的14.8%;从文化程度

看,被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比较集中在小学和初中,
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样本总数的42.09%,初中

文化程度占总数的41.41%,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

占总数的13.13%,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总数的

3.37%;21.2%的被调查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

时也从事一定的兼业,其余的78.8%为专职从事农

业生产的农户;从被调查农户的农业从业年数看,

90%以上都是从事农业生产达10年以上的具有丰

富经验的农户。以上基本符合我国农民实际,从整

体来看,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此外,调查还发现

当地农户对政府的支持政策和农业标准化培训指导

的依赖程度较大,虽然当地有农业标准化生产组织,
但农户对农业标准化生产的了解程度较浅。②农户

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选择。通过对调查所得的有效

样本进行统计整理发现,在297个样本农户中,有
239户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,占样本总数的

80.50%;有58户不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,占样

本总数的19.50%;有143户已经参与农业标准化

生产,占样本总数的48.15%;有154户尚未参与农

业标准化生产,占样本总数的51.85%。从样本统

计数据中可以看出,不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的农户

接近20%,表明参与程度并不是很高,而且有超过

一半的农户尚未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,尚未参与的

比例明显大于已经参与的比例,表明大多数农户对

是否作出农业标准化生产决策持谨慎和观望态度。
此外,80.5%的农户表示只要条件成熟即愿意参与

农业标准化生产,表明我国农民的生产决策行为已

经逐渐趋于理性,农户在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上更

多的是考虑能否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。

  三、结果分析

  建立了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影响因素

的Logistic计量模型,并运用Eviews6计量经济学

常用统计软件,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,回归

分析结果见表2。从表2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,
表2 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影响因素估计结果

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P>|z|
农户个体特征变量
性别(X1) -0.3307 0.6902 -0.4792 0.6318
年龄(X2) -0.3355 0.6630 -0.5061 0.6128
文化程度(X3) 0.6476 0.6527 0.9922 0.3211
人均纯收入(X4) 0.5619 0.9879 0.5689 0.5694
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(X5) 2.1648** 0.9699 2.2319 0.0256
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变量
兼业化程度(X6) -1.1091* 0.6449 -1.7199 0.0854
人均种植规模(X7) 0.6186 1.1229 0.5509 0.5816
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(X8) 1.2804** 0.6231 2.0548 0.0399
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(X9) 1.6219** 0.7873 2.0602 0.0394
外部环境特征变量
政府支持政策 (X10) 3.4986*** 1.1196 3.1248 0.0018
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(X11) 2.1223*** 0.7346 2.8891 0.0039
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(X12) 2.7453*** 0.9113 3.0123 0.0026
道路交通状况(X13) 1.6825** 0.8285 2.0308 0.0423
截距项 -17.7719 4.2123 -4.2189 0.0000
模型参数 McFadden  R2=0.7266     

LRstatistic(13df)=213.1097     
Probability(LRstat)=0.0000     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在10%、5%和1%水平上显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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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 型 的 McFadden R2 =0.7266,LR statistic
(13df)=213.1097;模型的拟合优度大于0.7,LR
统计量均较大,表明模型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和方

程显著性检验,所有系数都是联合统计显著的,因
此,可以认为模型整体效果比较理想,方程总体显

著,模型解释力较好。
由表2可以看出,农户的个体特征变量、生产经

营特征变量、外部环境特征变量均对农户参与农业

标准化生产意愿有影响。

1.农户的个体特征变量对其是否愿意参与农业

标准化生产的影响

(1)农户的性别、年龄、文化程度和人均纯收入

对其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。表明性别、年龄、文化

程度和人均纯收入对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

影响较小,农业标准化生产是现代农业生产方式,农
户是否选择,并不受性别、年龄、文化程度和人均纯

收入的制约,在意愿选择方面没有明显差异。
(2)农户的性别、年龄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

验且系数为负。表明虽然性别和年龄不是农户是否

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显著影响因素,但女性

却比男性更倾向于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,在其他条

件不变的情况下,女性参与意愿更强;与青年农户相

比,年龄越大的农户越不倾向于参与农业标准化生

产,而青年农户则比老年农户参与意愿更强一些。
可能的解释是,在同等条件下男性外出务工的时间

要比女性多,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也比女性大得

多,这就使得男性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机会成本

明显大于女性,与女性相比,男性农业标准化生产选

择意愿程度要小一些;此外,由于农业标准化生产的

预期收益具有不确定性,年龄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

规避风险,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可能性要比青年

农户小,而青年农户的风险偏好系数明显大于老年

农户,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概率要比老年农户大。
(3)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对农户是否愿意参

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。农户对农

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在模型中通过了5%统计水平

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,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

情况下,农户对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越高,农户越

倾向于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,其愿意选择农业标准

化生产的概率就越高。可能的解释是,农户对农业

标准化了解得越多,认识越深,对农业标准化生产的

预期总收益和预期总成本估算得越准确,如果农户

认为预期净收益大于传统农业生产所得净收益则会

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方式,反之,则会做出不选择农

业标准化的生产决策。

2.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变量对其是否愿意参与农

业标准化生产的影响

(1)人均种植规模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

且系数为正。表明人均种植规模不是农户是否愿意

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显著影响因素,但却存在较

弱的正向影响。可能的解释是,人均种植规模越大,
预期生产总成本越大,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可以在

一定程度上减少生产环节,可以节省劳动时间,减少

生产资料消耗,从而可以降低生产总成本,实现规模

经济。
(2)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标准

化生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。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在

模型中通过了10%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

为负,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农户兼业化程

度越高,农户越不倾向于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,其愿

意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概率就越低,这在一定程

度上验证了假说1。
(3)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对农户是

否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。
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在模型中通过了

5%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,表明在其他

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

例越高,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,其愿意

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概率就越高,这在很大程度

上验证了假说2。
(4)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对农户是否愿意参

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。标准化农

产品销路预期在模型中通过了5%统计水平的显著

性检验且系数为正,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
预期标准化农产品的销路越好,农户越倾向于选择

农业标准化生产,其愿意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概

率就越高,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假说3。

3.外部环境特征变量对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

标准化生产的影响

(1)政府支持政策对农户是否参与农业标准化

生产的意愿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。政府支持政

策在模型中通过了1%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

数为正。这表明,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有政府

支持政策且实施越到位,农户感觉前景就越好,则越

倾向于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,其愿意选择农业标准

化生产的概率就越高。可能的解释是,长期以来,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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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大部分农户已经习惯于传统农业生产,对政府的

依赖比较大,农业标准化生产属于现代农业生产方

式,农户的现实选择需要政府的扶持,因而对政府的

优惠政策具有很大的偏好性。
(2)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对农户是否参与农业

标准化生产的意愿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。获取

信息的难易程度在模型中通过了1%统计水平的显

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。这表明,在其他条件不变的

情况下,农户获取农业生产相关信息越容易,则越倾

向于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,其愿意选择农业标准化

生产的概率就越高。可能的解释是,农户获取信息

的渠道越多,对农业标准化的了解就越多,越容易了

解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对标准化农产品的市场需求,
越容易接受新技术,越容易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经营

理念。
(3)农业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对农户是否参与

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意愿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。
农业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在模型中通过了1%统计

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。这表明,农业标准

化推广培训力度越大,农户得到的学习培训机会越

多,越倾向于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,其愿意选择农业

标准化生产的概率就越高。可能的解释是,长期以

来,农户对新技术的使用存在很大的依赖性,农业标

准化生产涉及到许多生产标准和操作规程,许多农

户需要通过学习方能掌握,对农业标准化推广培训

期望较高,调查中也发现大多数农户很希望有较多

的学习培训机会。
(4)道路交通状况对农户是否参与农业标准化

生产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。道路交通状况在

模型中通过了5%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

正。这表明,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农户生产居

住地的道路交通状况越好,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

机会越多,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,其愿

意选择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概率就越高。可能的解释

是,交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,
要致富先修路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,而农业贸易的

发达程度历来与交通问题紧密相关,交通越好的地

方,越容易吸引外来资源,越容易进行农业标准化生

产和规模经营,越容易打开标准化农产品销路。

  四、结论与政策含义

 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:
(1)农户的性别、年龄、文化程度、人均纯收入、人均

种植规模对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不具有显

著影响,因而这些变量不属于显著影响因素,对农户

是否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影响不大;(2)农户对

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、兼业化程度、种植业收入占

家庭总收入的比例、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和道路

交通状况对农户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具有显著影

响,对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影响较大;
(3)政府支持政策、农户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、标准

化推广培训程度对农户是否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的

意愿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,其中,政府支持政策

和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是最显著的两个影响因素,
因而对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影响最

大,表明外部环境特征因素对农户农业标准化生产

意愿的影响最大。
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,农业标准化的推广对提

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至关重要,而农户是农业标准

化的主要实施主体,农户的参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

已经影响到农业标准化战略的步伐和农业现代化实

现的进度,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

义。(1)要从技术、信息等方面加大对农业标准化生

产的配套服务建设,让更多的农户有机会更多的了

解农业标准化生产对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作

用,从而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;(2)要加大农业标准

化宣传力度,把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增产增收的经济

和社会效益凸显出来,同时应保障标准化农产品价

格,增加标准化农产品收益,减少农业生产的机会成

本,从而吸引更多外出务工的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

产;(3)应把农业标准化战略与工业化、信息化和新

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,加大落后农村的基础设施

建设,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,为拓

展标准化农产品销路和吸引农民工返乡务农创造条

件;(4)应从农户的切身利益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来

考虑如何有效推广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:一是要有

选择地适度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种

植规模,改善农业标准化生产条件;二是要坚持政府

扶持和市场推动相结合,拓展标准化农产品销路,让
农户从农业标准化生产中得到实惠;三是要加大农

业标准化推广、培训和科技服务力度,加强农业标准

化人才队伍建设,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农业标

准化人才队伍,发挥基地标准化生产示范带动作用,
鼓励科技特派员下乡蹲点长期为农户提供技术咨询

和培训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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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ctorsInfluencingFarmers’WillingnesstoParticipate
inAgriculturalStandardizationProduction

———InvestigationfromPlantingPeasantHouseholdsinSichuanProvince

XIONGXiao-lei,LIDong-mei
(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,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,Chengdu,Sichuan,611130)

Abstract Basedonthesurveydataof297farmersfrom11counties(cities)inSichuanprovince,this
paperusesLogisticmodeltoanalyzethefactorsinfluencingfarmer’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stand-
ardizationproduction.Theresultshowsthatfarmers’ognitiondegreeofagriculturalstandardization,con-
currentindustrydegree,proportionofplantingincomeintotalhouseholdincome,marketexpectationsof
agriculturalproduct,government’ssupportingpolicies,degreeofdifficultyforfarmerstogetinforma-
tion,standardizationpromotionandtraining,theroadtrafficconditionsaresignificantinfluencingfactors
onfarmers’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agriculturalstandardizationproduction,amongwhichdegreeof
concurrentindustryhasthenegativeimapctonfarmer’swillingness,whilegovernment’ssupporting
policyandstandardizationpromotionandtrainingarethemostobviousinfluencingfactors.Therefore,

thispaperputsforwardsomecorrespondingsuggestions,whichincludesstrengtheningpropaganda,pro-
motion,trainingandtechnologicalservice,increasingtheinvestmentinrural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,

optimizingtheallocationoflandresources,expandingthemarketofagriculturalstandardizationproducts
and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standardizationtalentteam.

Keywords agriculturalstandardization;upgradingagriculturalindustry;plantingpeasanthouse-
hold;productionwillingne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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